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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张雨佳曾获“青年岗位能手”“先进
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之前她仅用 2.5 个小时
就默画出含有300多条线路、500余个车站接点
的“全国铁路客运运价里程接算站示意图”。

张雨佳在售票窗口工作7年，其中有6年的
除夕她都坚守在岗，“我的坚守正是为了更多家
庭的团圆。”

老年人等群体来窗口多
平均每人每天卖400张车票

1 月 26 日下午，沈阳站售票大厅内高高挂
起的大红灯笼和中国结特别引人注意，旅客肩
上背着背包、手里拉着拉杆箱，他们有的直奔自
助售取票机办理业务，有的直接到人工窗口购
票或者办理改签等业务。

售票员张雨佳和其他同事一直忙活着，“您
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沈阳到锦州有票，您想

买几点的？进站不用核酸阴性证明，目的地的
防疫政策您最好提前问一下……”

今年春运，随着电子客票的全面实施，退
票、改签、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等越来越多的
业务实现线上办理，但是仍有不少旅客选择人
工窗口办理业务，“大部分都是办理退票改签
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带孩子的年轻人，需要买
下铺票，也会到窗口来。现在每天每人的售票
量在400张左右。”

张雨佳已经做了 7年售票员。她说，“以前
一到春运，售票厅内就挤满了旅客，一天能卖八
九百张火车票。”

从沈阳扩展到全国
俩月她把示意图记在心里

张雨佳在工作中曾获得多项荣誉，她还是
沈阳站第三届职工技能竞赛中的状元。提起这

件事，张雨佳笑着说，“就是熟练了，在竞赛中取
得了好成绩。”

原来，张雨佳2014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铁路
系统工作，这些年她始终在售票岗位。“刚开始售
票时，有时遇到外地的旅客购票时带点方言，不能
确定他们说的那个站，这样就得重复问旅客。”

之后，站里给每个售票员一份纸质版的全
国铁路客运运价里程接算站示意图，“自从2017
年起，我就开始慢慢地画，只要休息，我就会一
边记忆一边照着画。”张雨佳说，“最开始我画省
内的线路，5 个站 5 个站地画，比如从沈阳到大
连、沈阳到丹东、沈阳到盘锦等路线，后来扩展
到沈阳到秦皇岛、沈阳到北京，再后来把画的范
围扩大到郑州以南、广州等地。”因为线路太多、
车站太多，她不得不反复记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了也有可喜的回报，
凭着这股钻劲儿，2021 年，在单位的技术比赛
中，张雨佳获得沈阳站第三届职工技能竞赛技
术状元、优秀女职工等称号。

示意图是有用的“作品”
能给旅客提供最佳出行方案

这个全国铁路客运运价里程接算站示意图
到底是干啥的？张雨佳为什么一到休息时间就
画这个图？

“这个示意图，是为了计算票价，更好地解
决旅客的问题。”张雨佳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
个示意图不仅是一个可观赏的示意图，而且是
一个有用途的“作品”。“比如旅客想去山西的一
个不太知名的地方，我就可以迅速为其提供性
价比最高的换乘方案。”张雨佳说，这个图记在
心里，当旅客询问中转换乘问题时，她就可以脱
口而出，给旅客提供最佳的换乘方案。

对于她来说，这或许就是术业有专攻，对于
旅客来说，他在购票时能得到最优的乘车路线，
不仅省钱还节省时间。

除夕仍坚守岗位
她希望提供更好的服务

“上完 30 日的白班，下一个班就是 31 日的
夜班，今年的除夕也是在岗，我第一时间就告诉
家人了，这几年他们也都习惯了。”张雨佳说，刚
参加工作的头两年赶上除夕值班，家人还很担
心她能不能吃上饺子啥的，“现在家人都告诉我
好好工作，过年了大家都想回家，咱们的坚守就
是为了更多家庭的团圆。”

张雨佳在售票窗口工作 7 年，“有 6 年的除
夕都在值班，有时是白班，有时是夜班，还有的
时候是白连夜，每次值班我都是为旅客提供最
好的服务。”

张雨佳说，和以前只能用现金购票不同，现
在窗口购票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方式，
减少了售票员找零、数钱、识钞的流程，售票效
率大大提高，也让旅客购票更方便。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年轻人的购票
方式发生了改变，但依然有一些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选择在售票窗口购票。张雨佳说，“希望我可
以为旅客提供更好更贴心的售票服务，为他们选
择更满意的出行方案。”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您买的是下午 5
点 25分沈阳到盘锦的
车票，晚上 7 点 50 分
到，祝您旅途愉快……”
“您的车票改签完了，现
在自助售取票机也能办
理车票改签业务……”

1 月 26 日，中国
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沈阳站售票大厅
内，售票员张雨佳正
在忙着给旅客出票、
办理改签业务。



“90后”售票员2.5个小时默画出有300余条线路的“全国铁路图”

参加工作7年 她6个除夕坚守岗位

“连着 8年的大年三十，我都在岗位上。今
年，就是第9个年头了。”

54 岁的叶桂艳，是沈阳市皇姑区的一名公
厕保洁员。2022年的除夕夜，她还会在班，用打
扫一新的公厕，为沈城除夕夜增添一抹亮色。

“我是 2013年开始做这份工作的。”叶桂艳
最初在纺织厂上班，刚开始到公厕做保洁时，工
资每月700元。

那时的公厕，有时门锁坏了锁不上，“有那
种通用的厕所时，我有时需要帮人看着门。”

北方冬天的公厕，取暖是难题之一。让叶
桂艳难忘的是，保洁员配发特别“厚重”的棉鞋
御寒，一天下来双脚很累，还需要烧锅炉，“我赶
上了用防冻液那阵儿，之前有同事用蜂窝煤烧
锅炉，烧得满身满脸雀黑的……”

需要清扫时，先是招呼一声，然后敲门一探
究竟，“有人吗？有人吗？”这样的场景，在以前
的工作中几乎每天都上演。

时光流转，沈城的公厕不断“升级”。叶桂
艳的工作“变”了。

是否有人如厕，公厕内悬挂的电子显示
屏会有提示，“你看大屏幕上‘有人’‘无人’，
就知道可不可以进去干活，再也不用扯嗓子
喊了。”

感应冲水、感应洗手液、电动烘干机，让公
厕变得智能化了。“咱们是‘随走随保洁’，但现
在的卫生间越来越干净，人们也都在保持。”

叶桂艳用手拍了拍水龙头说，“很多人还不
适应公厕感应水龙头，还下意识地去掰一掰。”
接着，她又冲洗了一下右手，“你看，现在洗手不

是冷水，是加热过的。公厕温水洗手，也让很多
市民觉得很意外。”

如今的公厕，还设有专供残障人士、母婴专
用的“第三卫生间”：里面有供婴幼儿平躺的塑
胶床、靠坐的座椅，只身带娃出行的家长，不再
因为如厕手忙脚乱。

昨日下午 2时许，叶桂艳打扫着“第三卫生
间”。她按比例稀释84消毒液，擦拭门把手、残
障人士扶手等处，用专门的消毒液擦拭塑胶床，

“因为是小孩儿用的，所以还会特意选择适合
的、无毒无害的。”

记者：“这种床使用的几率高吗？”

叶桂艳：“不算多，毕竟带小宝宝出门的家
长是少数。”

记者：“一天打扫清洁多少次？”
叶桂艳：“可以说是无数次了吧，定时擦，想

起来就擦擦。”
为什么要“无数次”地擦？
叶桂艳说，每天工作从早上 5时开始，持续

到22时，公厕相当于自己的第二个家，“打扫得
干干净净，自己待着、看着也舒服。”

“从做这份工作第一天开始，我就没嫌弃
过。公厕越干净卫生，人们越爱护。”

叶桂艳说，公厕是窗口，小小的窗口也能映
射出城市文明、市民素质。

“升级”的公厕，也让进门的市民们备感好
奇。昨日下午，一位市民和叶桂艳边聊，边琢磨
厕所内的新变化。细琢磨，现在公厕新增的物
件很多：驱蚊灯、喷香剂、应急照明灯等等，都在
细节处发挥作用。

“我们还遇到过外国友人，虽然语言不通，
但点点头、彼此微笑，感觉很好。”叶桂艳说，在
现代化、智能化的公厕里工作，一次次不厌其烦
地打扫、清洁，心情不自觉地好上不少。

“我们现在也不用穿那种特别笨、特别沉的
棉鞋了。你看我脚上穿的鞋，就是自己挑选样
子买的了。”

叶桂艳老家在葫芦岛绥中，十几岁随家人
到沈阳定居，也算是“沈阳人”了。

将近10年的公厕保洁员经历，她对沈阳感受
最深刻的是：“城市越来越美，人们越来越文明”。

辽沈晚报记者 杨宝顶

沈阳站售票大厅内，售票员张雨佳正忙着给旅客出票、办理改签等业务。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看着也舒服”

干这行近10年 每天擦洗公厕无数次

叶桂艳正在擦拭新型公厕里的婴儿床。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